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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事登记制度法律问题研究》

内容概要

《商事登记制度法律问题研究》讲述中国目前正在稳步推进具有自己特色的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而
作为市场经济体制建立的条件之一就是政府必须改变职能，使自己成为市场经济的服务者和维护者，
而不是单纯的管理者。商事登记制度的改革仅仅是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期待着商
事登记制度的改革能成为整个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引领者和试验田。这既是我们从事本课题研究的初
衷，也是我们在写作《商事登记制度法律问题研究》时一直追求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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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赵万一，1963年4月生，山东巨野人。现任西南政法大学民商法学院院长、二级法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西南政法大学学位委员会副主席。兼任中国法学会理事、中国民法学研究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中
国商法学研究会副会长，福建省人民政府顾问，上海大学、福州大学、西南大学、福建师范大学、山
东经济学院等学校兼职教授，上海大学、福建师范大学兼职博士生导师，英国《法律与管理国际杂志
》（ML—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Law and Management）编委。重庆市高级法院智库专家、重庆市人
大常委会立法咨询专家、重庆市第一中级法院、第三中级人民法院、重庆市工商局、国土资源局、公
安局、江北区人民政府等单位法律咨询专家，重庆市财政局政府采购评标专家。1991年被评为四川省
“做出有突出贡献的中国博士、硕士学位获得者”；1992年被聘为副教授，同年被评为四川省高校“
十佳青年教师”；1997年被评为教授；2001年被聘为博士研究生导师。2006年8月获重庆市首届“十大
优秀中青年法学、法律专家”称号。主要研究领域为民商法基本理论和公司法、证券法、竞争法。独
立完成的专著有：《证券法的理论与实务》（1991），《中国竞争保护法律问题研究》（1996），《
商法基本问题研究》（2002），《民法的伦理分析》（2003）。主编有包括司法部统编教材、21世纪
法学教材《商法学》《证券法学》《民法学》在内的教材、专著、工具书六十余部。先后在《中国法
学》《法学研究》《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杂志和报刊上发表论文140余篇，有数十篇文章分别被
《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和人大复印报刊资料转载。1985年与金平教授等人提出民法调整
的是平等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的观点，这一理论为我国《民法通则》所原则采纳。1987年在全国率
先提出了国营企业“委托经营权”理论，成为国内有影响的代表性学术观点之一。2001年在我国率先
提出民商法价值取向差异理论，认为民法的首要价值目标是公平、商法的首要价值目标是效益。这一
观点目前已成为民商法学界的主流观点。2003年提出民法的伦理性价值观点，认为中国民法典的制定
既要考虑技术性要求，同时也要考虑伦理要求，民法典必须是国际性和民族性的有机统一。2006年在
《中国法学》上发表《从民法与宪法关系的角度谈我国民法典制订的基本理念和制度架构》，提出市
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分野是公、私法划分的理论基础，也是处理宪法和民法关系的主要依据。认为宪
法是公法的基本法，民法是私法的基本法，相对于宪法而言，民法具有更为基础的地位。文章发表后
，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影响，有多篇文章对其进行了评价和驳议。其学术观点不但在国内有较大影响，
而且在海外有一定影响。2004—在日本《修道法学》发表了《关于目前中国商法研究的几个问题》。
其学术观点在日本引起关注，2007年11月日本早稻田大学助理教授但见亮在日文杂志《中国研究月报
》第61卷第11号（第3—22页）《物权法草案违宪争论诸相》（薛轶群译）中曾对《从民法与宪法关系
的角度谈我国民法典制订的基本理念和制度架构》一文进行了详细评介。其学术专著《民法的伦理分
析》于2005年在中国台湾最负盛名的法律类学术著作出版机构五南图书出版公司出版。有较强的司法
实务经验，曾作为立法咨询专家参与了我国《物权法》的制定和《公司法》、《证券法》的修改，参
加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合同法》《破产法》在内的多个司法解释的讨论、论证工作和多部地方立法
的制订和论证工作。2011年1月5日—8日在海口参加了由中国证监会授权深圳证券交易所举办的上市公
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班学习，取得独立董事培训资格（深交所公司高管（独立董事）培训字（06000）
号）。现为贵州百灵、闰土股份、国兴地产等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

Page 3



《商事登记制度法律问题研究》

书籍目录

第一章 商事登记制度的历史主义考察——起源与演进 第一节 国外商事登记制度的历史演进 一、古代
商事登记制度的起源 二、中世纪时期的商事登记制度 三、近现代商事登记制度的发展 第二节 我国商
事登记制度的历史发展 一、我国古代的商事登记制度 二、我国近现代的商事登记制度 第二章 商事登
记制度的功能主义考察——制度功能与法律性质 第一节 商事登记概念界定的两种范式 一、商事登记
概念界定的管理行为范式 二、商事登记概念界定的法律行为范式 第二节 商事登记法律性质的主流学
说评析 一、商事登记行为法律性质的三种主流学说 二、商事登记行为法律性质诸学说的缺陷性分析 
三、导致主流学说认知缺陷的原因分析 第三节 商事登记制度功能的逻辑构造 一、法律制度功能的一
般理论 二、关于商事登记制度功能的现有认知及其缺陷 三、基于法理学的商事登记制度功能的逻辑
构造 第四节 商事登记法律性质的功能主义解读：法律事实记录环节说 一、商事登记法律性质的重新
定位 二、法律事实记录环节说的理论与实际意义 第三章 商事登记制度的实体主义考察——范围、类
型与法律效力 第一节 商事登记的价值及其所涉法律事实的一般范围 一、商事登记的价值指向 二、商
事登记所涉法律事实的一般范围 第二节 商事登记的类型划分 一、学理分类 二、法律实践分类 第三节 
商事登记的法律效力 一、商事登记的效力与商事登记性质之关系 二、商事登记的一般效力体系 三、
商事登记的特殊效力体系 第四节 商事登记与商事主体资格的关系分析 一、商事主体资格的判定标准 
二、商事主体资格和商事登记的内在关联 第四章 商事登记法律制度的程序考察 第一节 商事登记程序
的概述 一、商事登记申请程序 二、登记受理审查程序 三、登记注册确认程序 四、登记公示公告程序 
⋯⋯ 第五章 商事登记的信赖利益保护——权利外观责任 第六章 商事登记法律制度的运行保障机制—
—法律救济与法律责任 第七章 商事登记的比较法考察 第八章 我国商事登记法律制度的现状分析 第九
章 我国商事登记法律制度的立法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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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人现象（如法人）。所以，对法人而言，人格说是适用的，甚至是极为重要的。人格学说
形成于法国民法颁行后的法学理论，即以“人格”作为权利主体的要件。凡法律所确认的人，均具有
人格，为权利主体；反之，则无人格，不能成为权利的主体。这样一来，法国法学理论就将人类与人
格连接在一起，凡具有法国国籍的自然人皆有人格，又将人格与权利主体之间画上等号。法国民法这
一架构及其学说对后世影响巨大。《德国民法典》之所以能够创设权利能力这一名词，从法律的承继
角度来看，应是与人格有不可分割的联系。正如有的学者指出，权利能力乃秉承罗马法上persona，法
国法上“人格”而来，并细化为纯法律概念的制度我国台湾学者曾世雄认为：权利能力之设计分为两
个阶段。第一阶段设计驻足集散之处，即具备如何之要件方可成权利义务集散之处？设计之结果，创
设了权利能力之制度。简言之，凡堪供驻足集散之资格，即为能力；凡堪权利义务驻足集散之资格，
即为权利能力。第二阶段之设计，在于认定自然界之何一单体或人类社会中之何一组织体符合驻足集
散处所设计之要件。[58]根据这一理论，权利能力与权利主体属于不同层面上的两个彼此独立的概念
。法律之所以将自然人和法人确立为权利主体，是因为它们符合可供权利义务驻足集散之要件，亦即
具有权利能力，而不是相反。法人的权利能力与自然人的权利能力从法律层面上看并无差别，其原因
就在于其均为权利义务之载体，是权利义务驻足集散之处。也就是说，确定权利主体首先需要有主体
性存在，法律从中选择符合权利能力设计者赋予其权利能力，从而使其成为权利主体，而并非先有权
利主体再赋予其权利能力。传统民法理论只承认自然人和法人为权利主体，具有权利能力。权利能力
则代表了一种可供权利义务驻足集散的资格或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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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商事登记制度法律问题研究》由法律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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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还不错，只是比较法的内容有些少。
2、写的还不错哦~值得购买
3、编撰的书，文章质量参差不齐。始终觉得国内学者对商事登记的效力研究还不够透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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